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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遗址概况

冯开文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与陪都,在民族保卫战中所付出的代

价和作出的历史贡献, 给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物和遗

址。陪都抗战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 有的已名存实亡,有的已改作

它用或改变了面貌, 但有相当一部分抗战遗址在重庆市政府及文物工作者的

努力工作下得以保护。在近 200 余处陪都遗址中, 不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国家

及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已辟为纪念馆或纪念地正式对外开放,成为蜚

声国内外的旅游参观景点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诸如全国文物保护单

位红岩革命纪念馆, 省级保护单位:张治中先生公馆桂园、合川育才学校旧

址、抗日战争胜利纪功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解放碑”)等。市级

保护单位二十几处: 蒋介石在黄山、林园、小泉、德安里等地旧居,韩国临时政

府旧址, 林森墓, 复旦大学遗址 ,民盟总部, 六·五隧道惨案旧址, 苏军烈士

墓, 中共代表团住地,《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 巴县赖家桥郭沫若故居,中苏

友协旧址等。这些抗战遗址, 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卓

越贡献的史证, 也是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

因应战局发展的需要, 1937 年 11月 9 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 国民政府

迁都重庆。11 月 20日国民政府发布宣言: 为适应战况, 统筹全局, 长期抗战

起见, 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 从事持久之战斗。国民政府迁都

重庆, 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12月 1 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简陋的

新址正式办公。它由原重庆高级工业中学改建而成。大楼的主楼为中国古典

式木结构建筑,额枋施中国传统彩色画, 高敞的门前,饰有碑亭式墩柱二个。

整个房屋建筑庄重壮观。1940 年 9 月 6 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

国陪都”。重庆既是中国战时的指挥中枢,同时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

挥中心。在陪都重庆, 有 30 多个国家设立领事馆, 有十几个中外文化协会。

“在此八年之中, 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光辉实与历史同永

久。”(抗战胜利记功碑碑文)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 重庆同时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政治舞台。1939 年 1 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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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重庆成立,秘密设在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即红岩村内 ) , 这个办事处

是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重庆的第一个军事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中

国南部广大地区以及港、澳等海外地区党的工作, 大力恢复、重建和发展中共

党的组织。截至当年 7 月,在南方各省共发展中共党员五万余名。国共两党每

次谈判的中共代表和往来于重庆的中共负责人,如林彪、林伯渠、王若飞等在

重庆都下榻于红岩村。1945年 8月至 10 月,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应国民政

府主席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 亦住红岩村二楼。为了毛泽东的工作方便, 张

治中先生把在城内的公馆桂园让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休息和接待客人。10

月 10 日国共两党在桂园客厅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

定”)。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分别在纪要上签字。为期

43天的重庆谈判, 再次推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

谈判期间先后在歌乐山林园, 德安里一、二号楼桂园,红岩村等地住宿与会谈

过。这些地方现在都是文物保护单位。红岩村现已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 年建成红岩革命纪念馆(辖曾家岩 50 号,即周

公馆、桂园,《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 ,向国内外游人开放。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重庆曾先后在德安里、林园、黄山云岫

楼、小泉官邸等地住过,这些地方现在是保存较完整的黄山陪都遗址群、林园

陪都遗址群, 小泉陪都遗址群。

黄山陪都遗址位于重庆市区长江南岸,地处南山森林绿带东端。这里山

高林密, 松柏苍翠,奇峰幽谷, 空气清新,素有重庆“南陲屏障”、“山城花冠”之

誉。在此登山四顾, 巴渝城垣,两江交汇, 尽收眼底,历来是川东的游览、避暑

胜地, 夏季气温比市区低 5—6℃。黄山是国民政府时政要务、抗战决策重地

之一。它掩映在丛林之中, 主要有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宋庆龄旧居——云

峰楼,孔祥熙、孔二小姐旧居——孔园, 张治中、蒋经国、马歇尔旧居——草

亭, 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地——莲青楼,抗战阵亡将领子弟学校——黄山小学,

空军司令周至柔住所, 侍从室用房等。此外还有望江亭、半月亭、长亭、六角亭

等建筑, 以及蒋介石与要员避空袭的防空洞和防空阵地炮位等。

黄山云岫楼抗战时期也是接待外国高级军政要人和举行重要军事会议

的地方。蒋介石在这里设宴招待过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友好访华代表团——英

国议员访华团, 首次接见印度国民大会代表尼赫鲁, 接见过苏联大使潘又新、

英国大使卡尔、美国大使高斯以及陈纳德等人。1941 年 12 月 23日, 在黄山

云岫楼召开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即东亚军事会议) , 三国正式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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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云岫楼被看成是决定亚洲“和与战”的命运之地, 指挥抗战的重要根据

地, 被驻华外交使团视作“指挥中国战区的真正中心”。

南泉陪都遗址位于山青水秀的南温泉。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迁渝,划南泉

为迁建区。国民政府部分军政机关迁来南泉, 其中有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大

学、中央电台等几十个单位。与此同时, 蒋介石、林森、孔祥熙、何应钦、陈立

夫、陈果夫等都在此先后修建别墅,藉作公余休息和避敌机轰炸。中央政治大

学, 为当时培养行政官员的最高学府,蒋介石曾亲临该校训话讲演,国民党的

一些重要会议也曾在此召开。

林园陪都遗址位于重庆西郊歌乐山。1938 年 11 月,蒋介石曾在此修建

官邸。落成之日,国民政府林森主席偕要员前去道贺, 对这里的风光赞不绝

口, 蒋遂将此官邸送给林森居住,后来人们便称之为“林园”。1943 年 5 月 21

日, 林森因车祸去世,又葬于园内。以后蒋介石扩建此园, 兴建大楼, 编号为

1、2、3、4 号楼, 即一号楼 (中正楼)蒋介石住宅, 二号楼(美龄楼 ) , 三号楼(马

歇尔公馆) ,四号楼(林森公馆)。重庆谈判期间, 毛泽东曾下榻二号楼左室, 王

若飞住右室, 周恩来住三号楼。

八年抗战期间, 名人云集重庆,留下众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达官贵人

的故居。尽管时光流逝, 这些建筑依然为故。如:冯玉祥、何应钦、孙科、孔祥

熙、宋子文、陈诚、张治中、陈果夫、陈立夫、刘湘、杨森、潘文华、贺国光、白崇

禧、史迪威、马歇尔、宋庆龄、胡风、郭沫若、沈钧儒、史良、晏阳初、杨沧白、鲜

英、卢作孚、康心如旧居遗址, 复旦大学遗址,《新华日报》馆遗址, 日本反对侵

略中华战争同盟会遗址, 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部遗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遗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遗址,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遗址,外交部遗址, 国民政府经济部遗址,国民

政府考试院、监察院遗址,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及蒙藏委员会遗址,国民

政府行政院遗址、国民参政会遗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遗址等。抗战时期重

庆办有 30 多所大学;迁来 200 多所工厂; 有 4 个机场,开辟了多条国际航线;

还有国际电台, 开通多条国际无线电话。

上述众多的陪都遗址蕴含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方面的历史,是开辟旅游资源及开展统战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可以从中认

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这座在硝烟中屹立的城市,及其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

齐名的特定的历史地位。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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